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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长效机制探讨 

孙彩霞  陈国定  叶祥发  丁峥嵘  叶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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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浙江 杭州 310006) 

【摘 要】在分析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现状、成果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增强科技特派员保障体系、促进

各级部门的联动和加强政府的宣传引导等方面，提出促进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长效发展的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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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一项推动科技人员到农村服务和创业，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浙江省 2003 年 3 月开展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2005 年全面推开并不断深化完善。10 余年来，科技特派员已经成为浙江省委、省政府利用科技助推解

决 “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科技特派员在开展科技创新创业和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证明，

科技特派员这一制度创新，为农村科技体制改革找到了切入点，把科技资源导入农村，有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为

促进浙江省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现状 

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浙江省已经形成了个人科技特派员、团队科技特派员、事业法人科技特派员和企业法人科技特派员 4 

种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形式。目前全省每年共派出个人科技特派员 1 279 名，实现了乡乡都有一名科技特派员的目标。科技

特派员派出形式有省级派出、市级派出和县级派出等 3 种，其中省派科技特派员 218 名。2008 年，组建了 19 个事业单位法

人科技特派员。2013年，调整选派了 125 个团队科技特派员，认定了 100 家企业为企业法人科技特派员。 

从浙江省科技特派员的分布来看，省派个人科技特派员主要分布在全省欠发达县 ( 市、区) ，集中在全省 11 个地市中的

温州、金华、衢州、台州、丽水 ( 图 1) 。考虑到浙江省地区发展的平衡以及兼顾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业科技发展需要，

团队科技特派员和法人科技特派员则面向全省各县( 市、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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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科技特派员主要来源于涉农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目前全省 218 名省派科技特派员共来自 32 家涉农高校、科研院所

和技术推广服务机构。公益性科研院所是浙江省科技特派员的主力军，农业科研院所如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派出人数占省派科技特派员总数的 51% ，高校如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等派出人数占总量的 40% 。另还有省农业厅下属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省林业厅下属的林业技术推广站等推广服

务单位和由事业单位改制而来的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等涉农企业。 

2 成效和问题 

2. 1 成效 

根据浙江省科技特派员联席会议办公室统计，2003 － 2012 年，浙江省财政累计投入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 1. 68 亿元，

重点支持科技特派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开展农民培训、建立示范基地、创办科技服务组织等。目前浙江省财政每年投入

科技特派员经费 2 700 万元，其中个人科技特派员 1 500万元、团队科技特派员 1 200 万元。 

浙江省科技特派员以实施一个项目，引进一项技术，带动一方农民为工作目标，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为工作重点，

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以项目为依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创新创业服

务活动，大力推广农作物、蔬菜、畜禽和水产等新品种和先进实用技术成果，推动了当地优势特色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壮大，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做出了贡献。根据浙江省科技特派员 10 周年工作统计，2003 － 2012 年，全省各级

科技特派员牵头实施科技项目 9 515 项，创建科技示范基地 80 万 hm2，建立科技示范户 34 073 户，培育发展农业企业 432 

家，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 204. 1 万人。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建立了农业科研单位与当地农业产业的纽带，拓宽了高校、科研院所服务 “三农”的途径，提高

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程度和科技人员创业能力。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建立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创

造了服务 “三农” 的品牌，在应对重大农业自然灾害的预警机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 2 问题 

2. 2. 1 供需双方的联动性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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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服务是科技特派员的工作核心。个人科技特派员派驻的地区多是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乡镇，工作的主要形式是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只有科技特派员的学术知识和生产技术与当地产业发展需求实现无缝对接，才能充分发挥在农业

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浙江省农业现已形成了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竹木、花卉苗木、蚕桑、食用菌、中药

材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目前在任的 218 省派个人科技特派员的专业组成，学科结构主要有蔬菜占 7% 、茶叶占 6% 、水果占 

6% 、畜牧占 7% 、水产占 8% 、竹木占 13% 、蚕桑占 2% 、中药材占 6% 、食品占 5% ，其他专业如植物保护、生态学、农

业规划、遗传育种等占 25% ，另还有部分非农专业人员。 

浙江省地域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也有很大差异。如丽水、金华、衢州多为山区，需要林木、茶叶、食用

菌、蔬菜专业的科技人员; 温州、台州的沿海乡镇，水产养殖专业技术人员比较受欢迎;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和改造，

很多乡镇 “农家乐” 发展迅速，具有农业规划知识的科技人员能发挥专业特长。在目前个人科技特派员一年一度的轮换工作

中，各省级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与原派驻乡镇的结对关系基本不作变动，人员可以一年一轮，鼓励支持连选连派。但也有些单

位的派出人员会出现专业知识与派驻地的产业发展需求不相对应的情况。 

近年来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各地的产业结构也在逐步调整，有的地区原有的水稻为主的种植业结构逐步转向

蔬菜、瓜果类等经济作物，有的地区养殖业发展迅速。在连选连派的工作模式下，可能会出现科技特派员专业结构与派驻地产

业发展需求脱钩的现象。因此，需要派驻地与选派特派员和派出单位及时沟通与联动，发挥科技特派员在地方农业经济发展中

的技术支撑作用。 

2. 2. 2 科技特派员的保障机制有待提高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开展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之初，就出台政策规定了科技特派员的保障措施，要求派出单位要积极支持

科技特派员工作，科技特派员在下派期间，其行政关系、职务、待遇等保持不变，工资、奖金、福利从优，由派出单位发放，

其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科技特派员的派出单位以公益性科研单位和高校为主，各单位都有自己的考核和奖金分配制度，科技特派员在下派期间，

势必会影响其在原单位的工作量和业绩，影响个人奖金分配。各派出单位的操作方法不同和组织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同，会造成

特派员之间的攀比心理，影响部分科技特派员的积极性。目前很多科技特派员面临职称晋升的问题，虽然浙江省规定在专业技

术职务评聘、绩效考评中，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视同省科学技术奖 3 等奖，但在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下，这些制度安排对

科技特派员在晋升职称时的作用有限。 

2. 2. 3 实施的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 

科技特派员的派驻地有待拓展。目前浙江省有省派个人科技特派员的共 28 个县 ( 市区) ，占全省 90 个县 ( 市区) 的 

31% 。有团队科技特派员的共 72 个县 ( 市区) ，占全省县域总数的 80% 。目前省财政资金补助的主要是个人科技特派员和

团队科技特派员，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科技特派员以单位自筹资金为主。科技特派员补助资金偏向于支持欠发达地区，但随着

新型农业发展，家庭农场、农产品物流和现代农业园区在发达地区发展迅速，这些项目获得的补助资金有限。 

科技特派员的服务范围有待拓展。目前科技特派员服务范围主要还是以种植、养殖、品种引进等初级农业技术为主。在现

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机械化、信息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业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也逐步多元化。如

电子商务、农业物流、城市规划、生态保护等专业的人才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应鼓励不同类型

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地方院校，加入到科技特派员的服务队伍中来。 

3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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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以科技特派员为纽带，加快建立健全新型农业农村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 

进一步增加个人科技特派员选派数量，扩大科技服务覆盖面。围绕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强烈需求，加大省级科

技特派员选派力度，进一步扩大区域覆盖面，增加乡镇覆盖数量。加强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在原有生产、加工技术领域继续

做好服务的同时，着力在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现代流通方式培育、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追溯、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以及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医疗卫生、农村健康住宅等方面加大选派力度。优化团队科技特派员，大力提升服务区域

特色优势产业的能力水平。 

充分发挥企业法人科技特派员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利用企业法人科技特派员在集成技术、人才、

资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促进农产品流通销售，拓展

农业产业链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快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发挥事业法人科技特派员科学研究与农业产业的转化应用的优势，促进产学研联合发展。 

3. 2 政府引导，促进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 

科技特派员的工作核心是将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技术支撑，实现这一目标的

根本做法是实体创业。但由于科技特派员多来源于事业单位，对于创业缺乏经验，也难以承担创业风险，因此需要政府加强科

技特派员的创业引导和政策支持
①
。 

进一步发挥科技特派员这支队伍的作用，以政府层面培育 “科技特派员” 品牌，在坚持乡乡都有一名科技特派员的基础

上，积极推进个人、团队、事业法人和企业法人的特派员创业创新，以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以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主线，

以抓创办利益共同体、创建科技示范基地和产业科技服务组织为重点，加快实施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产业链建设。围绕浙江省

十大主导产业做强做优，加快农业科技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带动农民致富。 

3. 3 改革完善科技特派员考核评价机制 

政府管理部门，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和派驻地管理部门应齐心协力，共同探索建立一套较为系统科学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效

果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制订科技特派员考评奖励办法，鼓励、引导、支持科技特派员将论文写在田野上，把技术送到农民家，

弱化论文、专利要求，更加重视先进实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实施科技项目要更加关注强农惠农富农的实际绩效，

保证项目实施切实有助于促进当地农业进步、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强调“三农”受益面
②
。 

3. 4 坚持供需对接，优化科技特派员资源配置 

科技人员和基层需求的有效对接是科技特派员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为此，应突出重点做好供需对接。一是挑选优秀人员。

派出单位在组织发动的基础上，实行个人报名、部门推荐，提出专业特点和拟去县乡的意向，供组织挑选。二是乡镇提出要求。

各乡镇根据当地产业特点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需要，提出急需选派的科技人才要求。三是实行双向选择。政府管理部门牵线

搭桥，经过反复联系协商，确定科技特派员下派计划。 

3. 5 加强科技特派员工作宣传，营造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 

加强科技特派员先进典型宣传。科技特派员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和支持。科技特派员常年奋斗在

生产一线，各地政府应充分重视，深入挖掘当地科技特派员中的典型，结合科技下乡、科普教育等活动，充分利用当地电视、

报纸进行宣传，让当地农民了解科技特派员的技术专长，提高农民用好科技，主动向科技特派员寻求帮助的意识。各派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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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定期对派出的科技特派员组织座谈交流，举行不定期的和多种形式的特派员工作宣传活动，扩大对科技特派员工作业绩和贡

献的了解。要注重抓好舆论宣传，继续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有关政策，深度报道先进人物、先

进事迹，组织优秀成果展示，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这项工作、支持这项工作，形成各级党政真正

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心，科技特派员潜心服务的良好氛围，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深入持久、健康有效地开展下去。 

加强科技特派员创业创新工作宣传。科技特派员创业创新是今后科技特派员的工作重点，但由于很多农产品易腐烂、难贮

藏，如果采摘后的产品不能及时销售，科技特派员和农民的利益就无法保障。而实际上，浙江省大部分科技特派员派驻地处于

偏远的山区，生态环境良好，具有生产优质农产品的地理条件。政府部门应联合电子商务、农产品物流等信息平台，加强信息

传递，加大对特派员创新创业工作和产品的宣传，提高社会知名度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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